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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野甘草 Scoparia dulcis 在全球分布范围广泛，被多个国家的民族药收载且应用历史悠久。在国外（尤其是日本、

印度）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我国对其研究、关注较少，致使其资源日益减少。结合 新的研究报道，对野甘草药用历

史、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进行论述，并对其未来在药品与食品方面的发展和应用前景进行展望，充分发掘其药用潜力，

丰富我国药用植物资源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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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n moder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otency of Scoparia dul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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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oparia dulcis is distributed widely all around the world. It is used as a folk medicine with a long history in many countries. 
S. dulcis is received much more atten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India, than in China. The resource in China is getting 
less. 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reports, this paper reviewed its medicinal histor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for a better utilization of S.dulici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application in the medicinal and food field of this herb 
has been also discuss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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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甘 草 （ sweet broom weed ） 为 玄 参 科

（Scrophulariaceae）野甘草属 Scoparia L. 植物野甘

草 Scoparia dulcis L. 全株。野甘草的茎叶放口中嚼

之有甜味，因此又有称为“冰糖草”。野甘草草本或

亚灌木状，直立，30～80 cm，锯齿状叶子，小白花。

其主要分布于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我国主要

分布于广西、广东、福建、云南、台湾等省。传统

中医认为野甘草具有健胃、利尿、镇咳、解热、解

毒功效，被用于治疗胃病、糖尿病、炎症、支气管

炎、高血压等疾病。在我国南方，野甘草不仅是一

种草药，同时又是一种凉茶和有保健功效的草本饮

料。此外，许多民族的传统医学典籍都有野甘草的

记载，如我国的壮药、傣药等，印度、巴西、尼加

拉瓜、巴拉圭民间流传其用法。野甘草的使用主要

集中在亚太地区、非洲、中美洲、南美洲和印度。

我国对其研究较少，而近年来印度、日本、巴西的

学者对其关注较多。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野甘草研

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上，近几年的研究侧重于药

理活性方面，相继发现野甘草在抗氧化、治疗糖尿

病和胃溃疡方面有较好疗效，同时也有抗菌、抗癌、

抗 HIV、镇痛等方面的报道。这些现代研究也为野

甘草在民间用来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牙痛、胃病

等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1  应用历史及功效 
1.1  野甘草的本草考证[1] 

野甘草多收录于民间草药或民族药中，作用偏

向于清热解毒，使用方法有内服、外用以及代茶饮

用。其本草考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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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野甘草在中国的本草记载 
Table 1  Herbal records on S. dulcis in China 

本草书籍 别名 功效与主治 

《雅解》 牙海补乌 清热解毒、利尿消肿 

《福建中草药》 节节珠 治疗热咳嗽、热痱、疮毒 

《福建民间草药》 香仪、珠子草 解热利尿、调中益肺；治脚气浮肿，野甘草 1 两，红糖 1 两，水煎，2 次/d

《广西中药志》 假甘草、土甘草、假枸杞 退热祛风，又可解木薯中毒 

《闽南民间草药》 四时茶 防治麻疹，水煎作茶饮，连服 3 d 

《广东中草药》 野甘草 清肺止咳、清热利湿、解毒疗疮 

《广西中草药》 土甘草、假甘草、鱼花草 清热解毒、祛风止痒、生津止渴；治疗小儿外感风热、肠炎、小便不利，

用鲜草取汁外擦治湿疹、热痱 

 
1.2  野甘草在中国民间的应用 

野甘草为广西壮族民间验方组成之一，壮医药

理论认为其性凉、味甘，具有调水道、清热毒、消

肿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肺热咳嗽、咽喉肿痛、湿热

黄疸、热痱、暑热泄泻、脚气浮肿、小儿麻痹、麻

疹、痧病、湿疹、丹毒等症[2]。傣族《雅解》中称

之为牙海补乌，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

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等作用。 
1.3  野甘草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民间应用 

巴西用其治疗呼吸道疾病、胃病、肝功能障碍和

炎症[3]。印度用其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牙痛、淋病

和胃病。尼加拉瓜土著部落用其治疗疟疾、肠胃功能

紊乱、月经失调、昆虫叮咬、发烧、心脏疾病、肝病

和性病。巴拉圭用其治疗胃病和肝功能障碍等[4]。 
2  野甘草的化学成分研究 

到目前为止，从野甘草中分离出的化学成分有

80 多种（表 2），包括二萜、生物碱、黄酮、三萜等。

野甘草主要的活性成分为二萜类，分为 labdane 型、

scopadulan 型和 aphidicolane 型，其中 scopadulane
型二萜因具有独特的碳骨架和多种生物活性，一直

是研究的重点。二萜类化合物的结构见图 1～3。 
3  药理作用 

至今为止，对野甘草的药理研究已有初步成果，

主要集中在粗提物的药理功效上，也有部分实验研

究了其中某些单体成分的药理活性。通过现有 85
篇文献统计表明，野甘草的药理活性研究主要集中

在抗糖尿病、抗炎镇痛、抗氧化和抗微生物等方面。 
3.1  抗糖尿病 

来自印度的 Latha 等[19]对野甘草的抗氧化和降

血糖活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2003 年研究了野甘草

提取物（水、乙醇、氯仿）对链脲菌素诱导的糖尿

病大鼠的作用，使用其提取物后观察到肝、肾、脑

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谷胱甘肽转移酶

（GST）、还原型谷胱甘肽（GSH）、胰岛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水平显著上升。此外，治疗组大鼠

血糖水平、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物质和氢过氧化物的

生成显著降低，表明野甘草对脂质过氧化引起的膜

损伤具有保护作用。说明其提取物尤其是水提物，

对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糖尿病大鼠是通过减

轻脂质过氧化而发挥调节血糖的作用[19]。 
2004 年 Pari 等[20]研究了野甘草水提物对链脲

菌素诱导的雄性糖尿病大鼠的血糖、胰岛素和一些

多元醇途径酶方面的影响。通过检查糖尿病大鼠的

肝来探讨其水提物在多元醇途径和脂质过氧化方面

的影响。野甘草提取物（200 μg/kg）和阳性对照药

物格列本脲（600 μg/kg）连续 6 周 ig 糖尿病大鼠，

结果发现，相比于格列本脲组，野甘草提取物组大

鼠血糖、山梨糖醇脱氢酶、糖基化血红蛋白、硫代

巴比妥酸反应物和氢过氧化物水平显著降低，而血

浆胰岛素、GSH-Px、GST 和 GSH 水平显著提高。

该提取物的作用可能是由于减少葡萄糖流入多元醇

途径，导致抗氧化酶和胰岛素活性增强和山梨糖醇

脱氢酶活性降低。 
2009 年，在 STZ 诱导的糖尿病雄性 Wistar 大

鼠上评估了野甘草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出的 1 种二

萜——scoparic acid D（SAD）的抗高血糖作用。15 
d 口服给药 SAD 分别是 10、20 和 40 mg/kg，与对

照组相比，实验组血糖水平下降。SAD 处理的大

鼠的血糖水平的改善与胰岛素水平显著增加相关

联。此外，使用 SAD 对 STZ 诱导的大鼠胰岛细胞

系（RINm5F 细胞）和体外分离的胰岛进行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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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野甘草的化学成分 
Table 2  Chemical components of S. dulcis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二萜类  43 7-methoxy-2H-1,4-benzoxazin-3(2H)-one 2-O-hexopyranosides 15
labdane 型  44 (2R)-7-methoxy-2H-1,4-benzoxazin-3(4H)-one 2-O-β-galactopyranoside 15

1 scoparic acid A 5 黄酮苷元  
2 scoparic acid B 5 45 acacetin 13
3 scoparic acid C 5 46 apigenin 13
4 scoparic acid D 6 47 hispidulin 13
5 scopadiol/scoparinol 5 48 hymenoxin 13
6 scopanolal 7 49 luteolin 13
7 scopadiol decanoate 8 50 sodium scutellarin 15

scopadulan 型  51 scutellarein 13
8 scopadulcic acid A 5 黄酮苷  
9 scopadulcic acid B 5 52 cirsimarin 13

10 scopadulcic acid C 9 53 cynaroside 13
11 scopadulciol/dulcinol 5 54 cirsitakaoside 13
12 dulcidiol 7 55 linarin 13
13 iso-dulcinol 7 56 luteolin-7-O-β-glucoside 16
14 dulcinodiol 8 57 scutellarin 13
15 dulcinodal/dulciol 8 58 scutellarin methylester 16
16 4-epi-scopadulcic acid B 7 59 scutellarein 7-O-α-glucuronamide 15

aphidicolane 型  60 vitexin 13
17 aphidicolin 5 61 vicenin-2 13
18 scopadulin 5 62 5-hydroxy-6,7-dimethoxyflavone-4′-O-β-glucose 16
19 diacetylscopadol 10 63 apigenin 7-O-α-L-3-O-acetylrhamnopy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 17

三萜  64 apigenin 7-O-α-L-2,3-di-O-acetylrhamnopy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 17
20 α-amyrin 11 65 5,6,4′-trlhydroxyflavone 7-O-α-L-2,3-di-O-acetylrhamnopyranosyl-(1→6)-β- 17
21 betulinic acid 12  D-glucopyranoside  
22 dulcioic acid 11 66 5,7,8,3′,4′,5′-hexahydroxy-flavone glucuronide 16
23 friedelin 11 甾体  
24 glutinol 11 67 daucosterol 13
25 glutenol 11 68 stigmasterol 13
26 ifflaionic acid 11 69 taraxerol 13
27 lupeol 11 70 sitosterol 13
28 β-sitosterol-β-D-glucoside 13 其他  

生物碱  71 acteoside 15
29 benzoxazin 13 72 adrenaline 15
30 benzoxazolin 13 73 caryophyllene 18
31 benzoxazolinone 13 74 p-coumaric acid 13
32 coixol 12 75 gentisic acid 13
33 scropanol 14 76 mannitol 13
34 6-metoxibenzoxazolinone 15 77 niranthin 9
35 6-methoxy-2-benzoxazolinone 15 78 nirtetralin 9
36 6-methoxy-2,3H-benzoxazolone 14 79 noradrenaline 15
37 1-hydroxy-6-methoxy-2-benzoxazolinon 15 80 amellin 12
38 3-hydroxy-6-methoxy-2-benzoxazolinon 15 81 dulciolone 12
39 2-hydroxy-2H-1,4-benzoxazol-3-one 14 82 daucosterol 14
40 2,4-dihydroxy-1,4-benzoxazin-3-one 15 83 eugenyl-β-D-glucopyranoside 17
41 3,6-dimethoxy-benzoxazolin-2(3H)-one 15 84 2-pentadecanone-6,10,14-trimethy 18
42 8-hydroxytricetin-7-glucuronid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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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野甘草中 labdane 型二萜类化合物 
Fig. 1  Labdane-type diterpenes in S. dul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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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野甘草中 scopadulan-type 二萜类化合物 
Fig. 2  Scopadulan-type diterpenes in S. dul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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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野甘草中 aphidicolin-type 二萜类化合物 
Fig. 3  Aphidicolin-type diterpenes in S. dulcis 

20 mg/kg 剂量的 SAD 诱发胰岛素分泌的双重刺激，

表明胰岛素的分泌活动。RINm5F 细胞中，SAD 减

轻 STZ 介导的细胞毒性和减少一氧化氮（NO）的

产生。研究证实了 SAD 的抗高血糖作用，也表现

出持续强劲的细胞保护性能[6]。 
3.2  抗氧化作用 

通过测量氧化损伤程度及抗氧化防御系统的状

态，来指示糖尿病大鼠大脑氧化应激的程度。实验

表明野甘草具有抗过氧化的功能[21]。野甘草的己

烷、氯仿和甲醇提取物通过酶在多种抗氧化模型介

导（黄嘌呤氧化酶和脂氧合酶）或非介导（DPPH、

铁离子的还原能力、β-胡萝卜素褪色法、脂质过氧

化法）展现出良好的抗氧化能力。这与提取物所含

有多酚和类胡萝卜素有关。其中氯仿提取物所含的

化学成分 多且在不同的抗氧化系统中均具有较高

的抗氧化能力。所有的提取物对黄嘌呤氧化酶表现

出小于的 50%抑制，对脂质过氧化反应和脂氧合酶

表现出大于 50%的抑制[22]。 
3.3  镇痛及抗炎作用 

研究发现野甘草水提物（WE）和乙醇提取物

（EE）具有镇痛、抗炎和解热的作用。口服 2 种提

取物均能延长由戊巴比妥诱导的小鼠睡眠时间，EE
比 WE 更有效。给麻醉大鼠注射 EE（0.5～2 mg/kg）
可引起与剂量相关的可被 α-阻滞剂抑制的高血压，

但口服处理并没有引起高血压。小鼠口服 EE
（0.25～1 g/kg）可减轻乙酸所致的扭体。EE 中的主

要三萜成分 β-粘霉烯酮（30 mg/kg）能产生相同效

果。2 种提取物均未影响小鼠的尾拍打反应。大鼠

口服 EE（0.5 和 1 g/kg）和 β-粘霉烯酮（30 mg/kg）
能减轻角叉菜胶诱发的足肿胀和胸膜炎，但只有 EE
（1 g/kg）能减轻右旋糖酐或组胺引起的足肿胀。以

上结果表明野甘草提取物具有镇痛作用，这些效应

主要与 β-粘霉烯酮和黄酮类化合物在急性炎症过程

的早期阶段发挥作用有关[23]。观察野甘草 70%乙醇

提取物（SDE）的抗炎活性及桦木酸对角叉菜胶引

起的小鼠足肿胀作用。结果表明，给药 3、4 和 5 h
后，SDE（0.5、1.0 g/kg）和桦木酸（20、40 mg/kg）
可减轻足肿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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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Q= =保肝作用=
用四氯化碳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鼠来评估野甘

草 TMB乙醇提取物的保肝作用。小鼠连续 R= d口服

野甘草乙醇提取物（MKN、MKR和 NKM= gLkg），然后用

剂量为 MKOB的四氯化碳（NM=miLkg）ip诱导小鼠急

性肝损伤，结果表明野甘草醇提物可明显降低血清

中丙氨酸转氨酶（Aiq）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pq）
的水平。病理组织切片显示，野甘草乙醇提取物能

减少四氯化碳诱导的肝损伤，包括空泡形成、中性

粒细胞浸润和坏死减少。此外，与模型组相比，野

甘草乙醇提取物降低了肝组织中丙二醛（jaA）水

平，升高了 dpe的量，并提高肝抗氧化酶活性，

包括 pla、dpeJmx、dpq和谷胱甘肽还原酶（dod）。
因此，野甘草的保肝机制可能是通过防止肝脏

pla、dpeJmx、dod和 dpq等抗氧化酵素活性下

降，引起jaA量的下降和 dpe量的提高，减少脂

质过氧化的伤害xQz。=
PKR= =抗溃疡=

大鼠口服野甘草水提物，剂量分别为 RM、NMM
和 OMM=mgLkg，R=min后均口服吲哚美辛（RM=mgLkg）
诱导胃黏膜损伤，野甘草水提物能明显抑制吲哚美

辛诱导的胃溃疡形成，并呈现剂量依赖性，从而表

明其具有保护胃黏膜的功能。证明了野甘草在民族

医学中被用于治疗胃病的正确性xORz。tistar大鼠均

以醋酸烧灼法制备胃溃疡模型，实验组给予野甘草

乙醇提取物 N=gLkg，喂 PM=d后剖腹取胃，测定溃疡

的面积大小，与模型组比较，实验组胃溃疡面积明

显缩小，然后切除胃窦部，刮下胃黏膜，测定胃 eH，
hHJAqm酶活性，实验组大鼠胃 eH，hHJAqm酶活性

低于模型组，并且有统计学差异xOSz。=
PKS= =抗菌作用=

通过纸片扩散法评估野甘草乙醇提取物对 NO
种人类致病细菌菌株及 P株真菌的体外抗菌活性。

与对照药物卡那霉素（30 μg/disc）和制霉菌素（OM=
μg/disc）比较，野甘草乙醇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甲型副伤寒沙门菌均有抑制作用，最低抑菌浓

度均为 ORS=mgLmixOTz。=
研究野甘草的氯仿J甲醇成分在不同浓度下抗细

菌和抗真菌作用。分别检测分离出的组分对不同的细

菌如伤寒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黄色葡萄球菌、大肠

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普通变形杆菌，

真菌菌株如棉黑斑病菌、白色念珠菌、黑曲霉和尖孢

镰刀菌的抑制作用。与对照药物相比，分离出的组分

表现出显著的抗细菌和抗真菌活性xOUz。=
PKT= =抗肿瘤=

研究 scopadulcic= acid=B（paB）对体外正常人

体组织或肿瘤细胞衍生的细胞系的细胞毒活性，及

体内对抗艾氏腹水瘤细胞作用，并用 RJcu作为对照

药。体外实验显示，从野甘草中分离的 paB有强细

胞毒性，对肿瘤组织的细胞系 fCRM为 MKMSU～MKMTS=
μg/mL。用接种艾氏腹水瘤细胞的小鼠来研究 paB
体内抗肿瘤活性，口服 OR或 NMM= mgLkg的 paB能

延长动物的平均存活时间xOVz。野甘草的粗提物对 S
种人胃癌细胞系 pCi、pCiJS、pCiJ37′6、pCiJV、
hatoJP和 krdCJQ测试后发现具有细胞毒活性xTz。=
PKU= =神经保护作用=

野甘草甲醇提取物能明显增强 mCNOa 细胞中

神经生长因子介导的神经突触的活性xPMz。=
Q= =毒性研究=

中枢神经系统毒理实验表明：当大鼠腹腔给药

剂量大于半数致死量（iaRM），不同剂量的野甘草甲

醇和水提取物停药后对大脑进行解剖及病理组织学

分析。有毒剂量的野甘草提取物显示促炎效应从而

有导致脑水肿的倾向。这是由于细胞代谢紊乱造成

神经胶质细胞膜中的钠和钾泵不能充分运转，导致

钠和水的潴留。大脑的灰质和白质有肿胀的星形胶

质细胞。毒性临床病例证实野甘草在脑水肿的治疗

上应当按指导进行，因为大脑是体内最易受影响的

器官之一，在高剂量使用时具有潜在的毒性xPNz。=
传统使用野甘草作为流产或避孕药物，且其根

的水提取物对大鼠子宫有刺激作用，因此在怀孕和

哺乳期间不能使用该药物。=
R= =结语与展望=

野甘草分布广泛，易生长，常生于荒地及路边，

但近年来由于没有得到重视和保护，其资源日益减

少。此外，国内对野甘草的研究较少，大家对其认

识不足，致使其没有得到较好的开发。野甘草是一

种应用历史悠久的民族药（中国、日本、印度、巴

拉圭等），所流传下来的功效和适应症也是多种多样

的。从文献统计表明，近年来对野甘草的药理学和

植物学研究较多，其中药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糖

尿病、抗氧化、镇痛消炎方面，另外抗溃疡、抗病

毒、抗肿瘤方面也有报道。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等

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野甘草的药用价值。野甘

草水提物展现了良好的抗氧化性能，并且有甜味，

口感好的特点，在我国南方有将其制成保健茶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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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起到抗衰老的作用。野甘草的降血糖作用一

直是印度研究学者 Latha 和 Pari 的研究重点，十多

年的研究证明野甘草具有较好的降血糖作用，是理

想的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其机制可能与抗氧化相关，

也可能是通过减少葡萄糖流入多元醇通路的途径，

增强抗氧化酶和胰岛素活性。 
然而，野甘草在高剂量使用时具有潜在的毒性。

高剂量的野甘草水提物和甲醇提取物都有促炎效应

和引起脑水肿的倾向。但到目前为止鲜见对于野甘

草的毒理研究，为数不多的毒理研究数据并不能完

全说明其毒性问题，且实验仅说明在高剂量使用时

野甘草才产生毒性，野甘草有被作为茶饮的习惯，

所以其每日饮用的剂量范围应当引起重视。因此研

究者和医生应当对野甘草的使用剂量引起关注。建

议后续能开展毒理方面的研究。尤其应该注意的是

在国外记载的传统使用中有将野甘草作为流产或避

孕药物使用，但并没有现代药理实验证明这种使用

方法的正确性，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 
野甘草在中国的药用历史悠久，且被多个国家

作为各自的民族药使用，但由于国内对其研究及认

识不足，其资源在渐渐消失。因此希望引起研究者

的重视，充分挖掘和利用野甘草的药用功效，丰富

我国的药用资源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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